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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文件
济社科联〔2025〕4 号

关于 2025 年度济源示范区哲学社会科学
调研课题立项的通知

各开发区管理办公室党组，各镇、街道党委（党工委），区党

工委各部委，区直各单位党组（党委），区重点企业和高等院

校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各社科团体：

2025 年度济源示范区哲学社会科学调研课题，经资格审

查，共有 115 项课题获准立项（立项课题见附件）。希望各课

题申报单位按照社科调研课题管理办法，深入组织实地调研，

认真分析研究，理论问题研究要科学系统，力求创新；现实问

题研究要突出对策性和应用性，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解

决；调研成果要接地气、冒热气，语言简练，切忌空谈，充分

发挥社科理论资政服务功能，为加快构建“1+4+N”战略布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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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愚公移山谱写新篇 两高四着力做示范”奋斗目标，服

务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科学决策提供切实有效的智力支撑。

各课题组需按申报时所定方向完成研究成果，在研究过程

中若课题名称、课题组人员有调整，需及时向市社科联提出书

面申请。本年度立项课题结项时间为 2026 年 3 月底，无故未

按时结项的直接做撤项处理，撤项之后，课题负责人三年之内

不得再次申报课题。

附件：济源示范区 2025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立项课题

济源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5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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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济源示范区 2025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立项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申报单位 参与人 课题编号

1
“第二个结合”视角下愚公移山精神传承发展的实
践路径研究

聂雨欣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许秋阁 李 辉 王娜娜 董 平 3

2 “第二个结合”视角下的愚公移山精神研究 王 婕
济源市济源东区管理

办公室
刘俊杰 3

3 “第二个结合”视角下的愚公移山精神研究 刘冰冰 济源市梨林镇人民政府 袁琴 郭倩芸 陈琦 张紫鹏 3

4
愚公移山精神的新时代内涵：从历史基因到现代性
转化

梁 军 中共济源市委党校 贺志华 翟希仁 4

5 济源建造精致城市的研究与思考 胡鑫铭
济源示范区管委会发

展研究中心
潘 烁 8

6 济源建造精致城市路径研究 牛文魁
济源示范区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林业局）

申 勇 王 敏 段 欣 卢 永 8

7 多重嵌入视角下济源文旅品牌国际传播创新路径研究 薛岩浩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
陈文泰 崔跃旭 翟之珲 9

8 济源创造品质生活路径研究 黄 盼 中共济源市委党校 郝 欢 梁 军 李玉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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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济源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中的重点 难点研究 成富营 济源示范区农业农村局 宋新阁 段来成 周倩纷 周雍超 16

10 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体制优势研究 张莹莹
济源市交通运输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
马淑银 刘帮林 王 琼 17

11 济源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路径选择 吴五一 济源市农业科学院 孔梅衡 李秀启 李文静 李 冰 23

12 济源旅游目的地品牌打造路径研究 高溢培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陈会芳 李倩楠 胡冰艳 25

13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研究 刘珊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张鹏杰 李冬梅 李 乐 王 奇 35

14
济源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
路径研究

董红梅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靳改花 李 娟 李 乐 裴 军 40

15
济源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
路径研究

范富平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赵利娟 段海霞 郝东平 40

16
高职院校党团班共育模式赋能大学生成长的探索与
实践

赵亚飞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刘永青 王长坤 段亚利 魏蒙蒙 48

17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赵翠玲 中共济源市委党校 王园园 张文平 48

18 晋豫边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及地位作用 张新武
中共济源市委党史和
地方史志研究室

刘向前 刘珍珍 李朝鹏 50

19 《民法典》实施中共同担保前沿问题研究 王利娟 济源市人民法院 王苗苗 张 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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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济源建设高质量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 杨利娟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何 芳 叶贵强 吕成城 王 甄 79

21 济源优特钢行业发展研究 赵 宁 济源高新区 武 肖 亢友莉 陈锦涛 82

22 济源冶炼酸消化存在的问题及出路 郑三强 济源市科学院 薛小波 84

23 济源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研究 张 哲
黄河科技学院
应用技术学院

张浩宇 赵若西 86

24
氢能产业发展现状与政策建议——结合济源地区产
业发展禀赋

韩迎春 济源高新区 李云州 李嘉宁 赵乐意 87

25 济源市新型储能发展调研报告 刘金金 济源市科学院 黄 聪 87

26
济源市“双碳”目标下科技创新需求与路径研究—
—基于国内外经验与案例分析

靳宁宁 济源市科学院 王晓君 90

27 济源推动低空经济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 田 方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薛洁 孔维攀 李文婷 王盼盼 91

28 济源推动低空经济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 白 阁 中共济源市委党校 魏晓洁 崔 敏 张 林 91

29 济源推动低空经济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 聂超超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解向阳 崔云峰 赵弯弯 冯红卫 91

30 新质生产力驱动济源首发经济创新发展路径研究 刘 哲
黄河科技学院
应用技术学院

贾 聪 焦淑瑞 曹 菲 谨 颖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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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济源推动银发经济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 关迎迎
黄河科技学院
应用技术学院

李 峰 刘 哲 崔腾飞 关玲玲 93

32 济源推动银发经济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 成 芸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陈 桥 靳晓磊 赵茜茜 赵艺萌 93

33 银发经济背景下济源社区智慧化养老探析 王 蕊 中共济源市委党校 赵 鑫 93

34 济源智慧物流发展水平测度及提升路径研究 王 茜 济源示范区交通运输局 李 伟 葛真真 94

35
有效扩大内需视域下济源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
研究

郝 欢 中共济源市委党校 黄 盼 吕刚刚 96

36 济源市涉外贸易企业的法律风险与防范机制研究 葛韦言 济源市人民法院 王利娟 王苗苗 张 晨 101

37 推动济源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程 红 中共济源市委党校 田 苗 王堰永 翟希仁 101

38 济源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王园园 中共济源市委党校 赵翠玲 李南方 101

39 济源固体废弃物市场调研 郝少花 济源市科学院 田均波 107

40
济源既有建筑绿色低碳改造的市场机制与推进路径
研究

卫倩倩
黄河科技学院
应用技术学院

王 飞 张文晶 翟 瞻 108

41 济源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研究 李西鹏
黄河科技学院
应用技术学院

赵亚丽 陈 汉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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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关于济源市探索“交能融合绿色物流示范园区”新
模式研究

张建红
济源市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吴绍斌 孙文斌 商 楠 杜婉真 108

43
“愚公故里”的生态答卷：济源与周边地区农业循
环经济发展差异研究

张艳清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柳国华 程光辉 卫根超 刘诗琪 108

44 济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 郭五军
济源示范区农村经济
社会事业发展中心

宋新阁 蔡利华 段淑娟 孔 晓 111

45 济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 王堰永 中共济源市委党校 翟希仁 李玉先 111

46
健康中国背景下济源市中医药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研究

赵茜茜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赵艺萌 张 婧 樊东升 樊路娟 114

47 济源蔬菜制种行业发展研究 段栓成 济源市农业科学院 陈 坤 马朝喜 卢娇娇 李家富 116

48 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与路径研究 刘鹏云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曹馨丹 李琰洁 张 虹 牛澎涛 120

49 济水街道老旧小区改造综合研究 吴耀华 济源市济水街道办事处 白 阁 胡天红 牛会军 128

50 济源老旧小区改造问题研究 田波
黄河科技学院
应用技术学院

卫倩倩 刘婉娟 马明全 党春洁 128

51 济源老旧小区改造问题及对策研究 李志强
黄河科技学院
应用技术学院

王 飞 王 鹏 陆 宁 李振洋 128

52 济源老旧小区改造问题研究 刘 逸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李国彦 卫 苗 李 纯 袁武林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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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济源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研究

魏晓洁 中共济源市委党校 白 阁 李战宏 131

54 济源信访稳定领域主要问题研究 黄瑞芳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霍龙龙 王海燕 李小平 白 园 132

55
水滩洲岛林草系统协同下的济源沿黄生态规划与保
护路径

杜成瑜
黄河科技学院
应用技术学院

张军军 张 哲 张亚楠 138

56 济源沿黄地区生态规划与保护调查研究 李 峰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史雪姣 李文文 翟倩倩 王颖超 138

57 濒危物种崖柏迁地保护与适应性栽培试验研究 李红运
济源示范区国有愚公

林场
王朋程 侯卫锋 段 欣 王惠敏 138

58
济源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路
径研究

李国彦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刘 逸 袁武林 吕成城 张艳丰 139

59
人工智能赋能高职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策略探究—
—以济源高校为例

李琰洁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周 欢 赵 伟 刘鹏云 柴露露 140

60 济源青年创业发展现状与政策支持研究 史雪姣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孙德营 田 方 李 峰 吴小勇 141

61 济源社区食堂运营问题研究 王春建
济源市诚亿服务有限

公司
张振宇 张冬艳 翟丽霞 贾田怡 147

62
“体重管理年”背景下济源推进全民健身与健康问
题研究

张晨光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高瑞方 刘亚彬 王 奇 张谊铧 149

63 “内卷”状态下大学生“脆皮”问题及干预研究 王小琳
黄河科技学院
应用技术学院

陈敬云 钱亚盼 孔艳丽 郑炳颉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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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青少年短视频成瘾发展机制及干预研究 霍龙龙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黄瑞芳 汤昆昆 王 奇 翟卓颖 152

65 青少年短视频成瘾发展机制及干预研究 段海霞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范富平 郭敏敏 赵利娟 郝东平 152

66
新时代高职院校民族声乐专业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
与实践研究-以济源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曹丽红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杨来定 孙璐璐 党春洁 153

67 愚公移山精神融入高职思政课教学的实践路径 许秋阁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聂雨欣 段亚利 李 辉 赵亚飞 154

68
中原文化、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研究

李 乐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冯森伟 刘红旗 杨国旺 董红梅 154

69
中原文化、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研究

裴 军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刘红旗 杨国旺 高育晓 李 磊 154

70
中原文化、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研究

薛 静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李 念 徐佳莹 张晨光 王国栋 154

71 短视频热潮下河南省高校思政教育的困境及路径探索 戚柳燕
黄河科技学院
应用技术学院

苗凌云 张艺璇 155

72 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 张浩宇
黄河科技学院
应用技术学院

薛钧星 155

73 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 赵若西
黄河科技学院
应用技术学院

贾 露 155

74 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 靳晓磊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孔卫丰 王海燕 成 芸 王敬云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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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 李 念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薛 静 郜 歌 高晓燕 翟鑫 155

76
“教联体”视角下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家校社协
同研究

强 丽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李 珉 李海利 王清云 杨亚利 156

77 人工智能重塑教育格局的机遇、挑战与展望 陆 宁
黄河科技学院
应用技术学院

李振洋 杜成瑜 李彩红 157

78 基于人工智能辅助的学前儿童行为观察评估探索 酒婧优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王 萌 翟 灏 赵启程 盛祺祺 157

79 人工智能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研究 苗凌云
黄河科技学院
应用技术学院

戚柳燕 董亚菲 张艺璇 李西鹏 158

80 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研究 段亚利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赵亚飞 许秋阁 158

81 人工智能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研究 柴露露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任明珍 张 琳 刘光耀 李琰洁 158

82
基于人工智能情感分析技术的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
策略研究

翟 灏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孔桂芬 郭 林 酒婧优 唐方方 158

83 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研究 王 蕊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李娜 高占龙 原鹏东 苏 苗 158

84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应用型高校课程体系重构与优化
研究

孔艳丽
黄河科技学院
应用技术学院

张飞飞 钱亚盼 王小琳 陈敬云 160

85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应用型高校课程体系重构与优化
研究

庞贤静
黄河科技学院
应用技术学院

赵子楠 孟亚静 李羚菲 程丹妮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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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应用型高校书画专业课程体系重
构与优化研究

黄玉洁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李文静 秦 慧 田一捷 李文文 160

87
岗课赛证融通背景下高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以学前教育专业为例

王淑敏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吕 姗 牛 艳 马亚丽 赵 频 161

88 企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服务需求调研 王国栋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陈冬亮 李欢欢 翟 耀 郑 超 162

89 企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服务需求调研 李 珉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强 丽 李修臣 丁举岩 李小平 162

90
驻济高校毕业生就业现状调查及高质量就业对策研
究——以应用技术学院为例

陶佳蕊
黄河科技学院
应用技术学院

刘 洋 李毅恒 郑可心 163

91 驻济高校毕业生就业现状调研及对策分析 师文君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翟遂源 张 婧 魏晓洁 师娟娟 163

92 济源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现状与发展研究 刘婉娟
黄河科技学院
应用技术学院

王亚兵 姜 杉 165

93 济源市托幼一体化师资队伍建设现状研究 吕 姗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肖华锋 王淑敏 牛 艳 李跃枝 165

94 数字视听技术赋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能力研究 翟遂源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师文君 王 奇 盛祺祺 师娟娟 170

95 高校网络舆情的传播机制和引导策略研究 任明珍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周 欢 刘 英 刘光耀 赵博深 171

96
全媒体时代公文写作与传播对社会治理的研究与
反思——以 2015—2025 年的典型公文案例为例

郜大军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李冬梅 杨 婧 任联齐 卫圆杰 172



- 12 -

97 短视频助力济源文旅融合发展研究 薛 洁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田 方 李 晖 孔可宜 张琼予 173

98 短视频助力济源文旅融合发展研究 郭飞燕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李晓静 张 虹 徐红霞 牛澎涛 173

99 “双减”政策背景下研学旅行的教育价值研究 曹馨丹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王国振 刘鹏云 高兴辉 田一捷 181

100 济源文旅服务管理提升路径研究 董 璐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张端端 景兴利 韩静怡 金仁重 182

101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的版权与伦理困境及秩
序重构研究

崔跃旭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
王悦彤 肖 波 杨梦佳 郭飞 184

102
济源中医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创新利用
研究

肖 波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
彭铄婷 李涵闻 于鑫 薛岩浩 184

103 济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和活化利用研究 申永峰 河南南水北调博物馆 丁 浩 祁若楠 刘玉慧 李 依 184

104 济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和活化利用研究 冷 斌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李 飞 李攀 牛丁丁 冯高峰 184

105 济水文化时代内涵研究 谢会昌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李倩楠 任联齐 李冬梅 张玉杰 187

106 济源历史文化名人研究 王爱品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靳改花 李 娟 许小艳 李 滨 189

107
双循环格局下济源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高质量发展
路径研究

田 苗 中共济源市委党校 程 红 杨金枝 马莹莹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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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河南金利入围“中国企业 500 强”的调研与思考 聂 巍 济源示范区工商联 1-1

109 做好济源示范区党政机关运行保障管理的实践研究 原亚楠
济源示范区机关事务

中心
原 方 1-1

110
数智驱动 四链协同--产教融合背景下应用型高校
课程生态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张军军
黄河科技学院
应用技术学院

张亚楠 赵利芬 李彩红 党春洁 1-1

111 高校思政课运用红色文化资源研究 董亚菲
黄河科技学院
应用技术学院

杜 楠 王瑞良 1-1

112 短视频热潮下高校思政教育路径探析 赵亚丽
黄河科技学院
应用技术学院

桑 媛 丁怡文 1-1

113 短视频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何 芳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杨利娟 段丽娜 王亚静 吴雯娟 1-1

114 愚公移山精神融入新中国史课程教学的路径研究 吕 晓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朱天玉 段亚利 赵建伟 李阳阳 1-1

115 济源市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与市场拓展研究 李文静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黄玉洁 王国振 原鹏东 黄亚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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